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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农业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茂名分中心，茂名市农业

科技推广中心，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申济源、陈厚彬、钟声、赵俊生、李伟才、董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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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西地区优质荔枝丰产稳产和轻简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优质荔枝稳产和轻简栽培技术的基本标准，主要包括：土壤和园地管理、果园设施建

设、树冠宜机化改造和定型、秋梢培育、控梢促花、花穗轻简化管理、保果壮果、病虫害防控、果实及

时采收等技术规程。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粤西地区优质晚熟荔枝品种的丰产稳产和轻简化栽培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17419 含有机质叶面肥料

GB/T 17420 微量元素叶面肥料

NY/T 227 微生物肥料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992 风送式果园喷雾机 作业质量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NY/T 1478 荔枝病虫害防治技术规范

NY/T 2624 水肥一体化技术规范总则术语和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优质荔枝 high quality litchi
品质优良、经济价值较高的荔枝品种，例如：‘白糖罂’、‘妃子笑’、‘糯米糍’、‘桂味’、

‘挂绿’、‘无核荔’、‘岭丰糯’、‘井岗红糯’、‘仙进奉’、‘观音绿’、‘冰荔’、‘凤山红

灯笼’、‘唐夏红’、‘御金球’等。

3.2
轻简高效栽培 simplified high-efficient cultivation
根据荔枝的生长特性和粤西地区的气候条件，制定合理的年度管理方案，通过合理种植和树形改造、

构建高光效能的树体结构和果园群体结构、调控枝梢和花果的生长节奏、利用设施、机具和小型机械简

化生产技术，以提高优质荔枝果比例、减少年度间产量的波动、降低劳动强度、节省生产成本的一种轻

简高效生产方式。

4 果园水肥药一体化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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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果园或种植小区高点修筑蓄水池，水池面积按照50 m3/100亩 ~ 80 m3/100亩，用于蓄水、沤制水

肥、配置农药、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等。参照NY/T 2624的规定，安装适宜果园机械化的水肥药一体化

管道和智能控制系统。

5 果园宜机化改造

5.1 道路系统

道路系统由主干道、支干道和工作路等组成。主干道可硬底化，支干道应与果树种植行向尽量一致，

宽 3 m ~ 5 m，设置必要的机械下田坡道、会车点和掉头点，确保常用运输车辆和农用机械能双向通行。

工作路与园内支干道相连接，宽 1 m ~ 2 m，方便果园田间作业及采摘体验。

5.2 果园群体结构

对于种植密度大、树体高大的密闭果园需通过隔行（株）间伐和回缩修剪技术进行果园群体结构优

化和改造。

依品种特性确定种植密度和树冠高度。第 I类为‘仙进奉’、‘岭丰糯’、‘井岗红糯’等丰产性能较好且

枝叶生长量较大的品种，每亩保留永久株为 10株 ~ 15株，株行距为 8 m ×（8 m ~ 10 m），树高控制在

3 m ~ 5 m。第 II类为‘糯米糍’、‘桂味’、‘白糖罂’等丰产性较弱且枝叶生长量较小的优质品种，每亩永

久株为 15株 ~ 20株，株行距为（4 m ~ 8 m）× 8 m，树高控制在 3 m ~ 4 m。第 III类为‘妃子笑’等枝叶

生长量大且耐修剪回缩的优质品种，每亩永久株为 20株 ~ 25株，株行距为 4 m × 6 m或 5 m × 5 m，树

高控制在 2.5 m ~ 3.5 m。改造后株、行明显，树冠结构较为一致，植株之间枝条不交叉，株间树冠距离

约 0.5 m，行间树冠距离 1.5 m。

6 高光效树形改造

对不适宜重度回缩修剪的品种，宜构建开心形树冠；适宜采用重度回缩修剪的品种，宜构建扁椭圆

形树冠。

6.1 开心形树冠改造

6.1.1 主枝

从一级分枝中，选留 2条 ~ 3 条长势均衡良好、空间分布合理、分枝角度为 55° ~ 60°的枝梢作为

主枝。将其余主枝锯除、不留桩。

6.1.2 侧枝

每个主枝上选留 2条 ~ 3条分枝，其中 1条向斜上方延伸，分枝角度（侧枝与主干垂直延长线的平

行线之间的夹角）为 45° ~ 60°，其余几条一级分枝空间分布均匀、向树冠外围延伸，分枝角度为 60° ~ 90°。
二级侧枝的培养与一级侧枝相似，其中 1条向斜上方延伸，分枝角度为 45° ~ 60°，其余几条空间分布

均匀、向树冠外围延伸，分枝角度为 60° ~ 90°。
无叶骨干枝侧枝分级数 5级 ~ 7级，以培育合理的树高，叶幂层厚度在 1.0 m ~ 1.5 m，树冠下部有

1.5 m的净空。

6.1.3 修剪

每年果实采收后，将树冠中上部直立或过密的大枝从基部剪除，降低树冠高度至不超过 4 m，树冠

顶部形成“天窗”，剪除过密的结果枝、弱枝、病虫枝和干枯枝，使枝梢分布均匀，高低错落有致，树体

通风透光良好。

6.2 扁椭圆形树冠改造

每年果实采收后，剪除当年的结果母枝或 1年生基枝。回缩枝梢基部保留 2个 ~ 3个叶片，以促进

新梢萌发和培养健壮枝梢。

7 表层土壤管理

轻简化土壤管理措施包括：

7.1果园生草

保留行间自然生长的 1年 ~ 2年生杂草，清除多年生杂草以及树干周围 60 cm内的杂草，或是人工

播种白花三叶草、宽叶雀稗等。当草长到大约 50 cm长时用割草机割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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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树盘覆盖

利用修剪下来的细枝、落叶或粉粹的枝叶，对树盘进行覆盖，覆盖物厚度在 10 cm以上。覆盖之前

需对全园开展一次除草。平地果园可以保留行间自然生草，山地果园可以将整个种植行覆盖。经过 2
年 ~ 3年的日积月累，基本上可以控制树盘杂草丛生、蓄水保墒、改良果园生态和土壤结构。

8 施肥管理

遵循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有机质肥和微生物肥搭配施用；根施为主，叶面喷施为辅的总原则。

肥料使用参照 NY/T 496的规定执行，微生物肥料的使用参照 NY/T 227的规定执行。使用叶面肥应符

合 GB/T 17419及 GB/T 17420的规定。精准掌握施肥节点，减少施肥次数。

8.1 施肥方式

主要以开沟（穴）施肥、水管淋肥和叶面施肥三种方式为主。

重回缩和丰产年份，需用旋耕机等在树盘开 40 cm左右深的施肥沟（穴），重施有机肥和化肥。水

管淋肥方式主要适用于沤熟的有机液态肥（如鸡粪、羊粪、花生麸等）。叶面施肥主要适用于水溶性好

的化肥或者专用液态肥，在水池按一定浓度比例加入水溶性化肥，计算好每株施用量，开启自动滴灌施

肥；

8.2 施肥时期

在采后修剪前施 1次基肥，主要采用水管淋肥或者开沟施肥。开花前和谢花后各施肥 1次，果实发

育期施肥 2次 ~ 3次，花果发育主要采用滴灌施肥和叶面施肥。

8.3 施肥量

一般按照每生产 50 kg果实所需养分量来计算，单株需氮（N）0.75 kg ~ 0.95 kg、磷（P2O5）0.4 kg
~ 0.5 kg、钾（K2O）0.75 kg ~ 1.0 kg。秋梢培育期施肥量占总施肥量的 60%以上，花穗发育期施肥量占

20% ~ 30%，果实发育期施肥量占 10% ~ 20%。

8.4 根外追肥

在开花前、幼果发育期，应重视硼和镁元素的补充，施用时间以上午 10:00 前或下午 15:00 后为

佳。常用的肥料和浓度：硼酸（砂）0.1 % ~ 0.2 %，硫酸镁 0.1 % ~ 0.3 %，钼酸铵 0.02 % ~ 0.1 %，磷

酸二氢钾 0.2 % ~ 0.5 %，以及国家批准生产的氨基酸和核苷酸等有机叶面肥。

9 水分管理

9.1 灌溉方法

主要有滴灌、喷灌、浇灌三种方式。

9.2 灌溉时期

荔枝有四个需水关键期，分别是（1）花前期：现‘白点’前一周左右，此时期需水量不大，但淋

水可促进花芽分化；（2）抽花穗期：水分供应要满足开花对水分的需求；（3）果实发育期：若干旱无雨

会导致小果、落果和裂果；（4）秋梢生长期：此时供应水分以满足新梢和叶片生长。在上述四个时期，

如果遭遇 7 d以上无雨，就需要灌水。地势低洼或地下水位较高的园地，应通过开排水沟或者树盘培土

等方式及时排除积水。

9.3 灌溉量

灌溉量取决于果树生长时期和土壤含水状态。每次灌水量达到田间最大持水量的 60% ~ 70%。一次

梢老熟至二次梢萌发、露‘白点’灌溉量在每株灌溉 10 kg ~ 20 kg，其它时期每株灌溉 80 kg ~ 100 kg。
果实膨大期遇久旱时，灌溉量在 80 kg/次~ 100 kg/次，每周灌溉 1次，直至果实转色。末次梢老熟后至

露‘白点’前不灌溉。

灌溉水质量标准应符合 GB 5084的规定。

10 花果管理

10.1 控梢促花

粤西地区在 10月下旬开始控梢，使末次秋梢处于停止生长状态达 60 d以上。采用生长调节剂和螺

旋环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控梢，先环剥（割）处理，后喷施生长调节剂处理。螺旋环剥在末次秋梢老熟

且顶芽未萌动前进行，剥口宽度 0.2 cm ~ 0.3 cm，环剥 1.2圈~ 1.5圈，螺距 5 cm ~ 7 cm，深达木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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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环割后仍然萌发新梢的树，可选用 40%乙烯利（300 ppm）+ 15%多效唑或 5%烯效唑（80 mg/L ~ 100
mg/L）进行控梢。

现‘白点’时间越早，成花率越高。粤西地区荔枝出‘白点’时期为 1月 10日 ~ 20日。在预定现

‘白点’日期前 10 d ~ 15 d如无降水，需灌透水一次，同时进行疏梢修剪，以刺激顶芽萌动和抽生花穗。

10.2控穗疏花

10.2.1生长调节剂控穗

当花序抽生至 10 cm左右长时，用多效唑或烯效唑喷湿花穗，以控制花穗生长速度。生长调节剂的

使用浓度按品种确定。

10.2.2机械疏花

当第一批雄花少量开放时，用疏花机短截花穗主轴至 12 cm ~ 15 cm长，侧生花穗不处理。

10.3保果壮果

10.3.1花期放蜂

在开花前 3d ~ 5 d放置蜜蜂，平均每亩放蜂 0.5箱~ 1箱。

10.3.2环割保果

谢花后 7d ~ 10 d在直径约 6 cm的大枝上进行环割保果，闭口环割 1圈，割口宽度 0.1 cm ~ 0.2 cm，

深度达木质部即可。

10.3.3植物生长调节剂保果

雌花盛开后 3 d ~5 d和果实分大小时各喷一次 2.4-D（浓度为 3 mg/L ~ 4 mg/L）＋生多素（稀释 1000
倍）；花后 35 d ~ 40 d 喷一次赤霉素（浓度为 30 mg/L ~ 40 mg/L）＋ 生多素（稀释 1000倍）；对于采

前落果严重的优质荔枝品种，花后 35d ~ 40 d和 50d ~ 55 d则需各喷一次荔枝专用保果防裂素。

11 病虫害防控

荔枝病虫害防控技术参照 NY/T 1478的规定执行。

病虫害化学防治使用的农药应符合 GB 2763 和 GB/T 8321（所有部分）的规定，参照 NY/T 1276
的规定执行。尽量使用微生物源和植物源的生物农药。禁止使用未经批准登记和许可生产的农药。

11.1喷药方法

11.1.1人工管道喷药

在果园合理铺设喷药管道，打药管最好用 50PE管（60 kg 压力），接管方便，6人~ 8人可以同时喷

药，且管道残留药量少。药管浅埋，每隔 40 m ~ 50 m 安装一个铜球阀开关，并在开关处做上明显标记，

方便喷药人员找寻和避免生产作业时损坏。

11.1.2 风送式机械喷药

根据果园地形，可选择自走式、悬挂式、牵引式风送弥雾机喷药，风送式喷雾机作业质量技术要求

按照 NY/T 992的规定执行。

11.1.3 无人机喷药

无人机飞行速度为 2 m/s ~ 2.4 m/s，飞行高度离树冠 3 m ~5 m，用药浓度可比推荐浓度高 5 倍~10
倍，喷药量约为 20 L/亩。果实发育期可依病虫害发生程度，按照上述参数连续喷施 2 次，针对荔枝蒂

蛀虫等危害性较大且喜欢晚上活动的害虫，可选择在傍晚或者晚上使用无人机喷药防治。在秋梢生长期

使用无人机喷施农药时可依据秋梢生长状况配合喷施叶面肥；在果期用无人机喷施农药时可配合保果和

壮果的生长调节剂以及叶面肥，均可参考上述飞行参数。

11.2喷药时期

秋梢培养期主要防治尺蠖、金龟子、卷叶蛾、木蠹蛾、蓟马等食叶性害虫为害，根据病虫害的发生

情况进行防治，一般“一梢一药”；花穗和果实发育期重点防治霜疫霉病、炭疽病、荔枝瘿螨、蛀蒂虫、

荔枝蝽等，喷药 5次 ~ 7次；冬季树上和果园表土喷施 1次杀菌剂。

根据果园病虫害发生世代交替，果园喷药最好控制在 1个 ~ 2个工作日内完成。

12 果实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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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荔枝生产成本中，人工成本占了近 50% ~ 60%，果实采收和分拣又是最花人工，且暂无机械可取

代。有条件的果园可配置采收辅助平台、果园运输系统等减轻采收劳动力和成本的动力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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